
2023年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优质18篇)
经典作品经过岁月的洗礼，依然能够在当代展现出令人动容
的魅力。如何更好地品味经典作品的语言之美？小编为大家
整理了一些经典作品的片段或摘录，希望能够给大家呈现出
它们的独特魅力。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一

作为四年级的学生，为清明节制作一份手抄报，你会如何制
作呢?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相关
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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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是那细雨纷飞，总是那行人匆匆，总是那杜鹃满山，总
是那炮竹声声，总是那惦念的惦念，总是那回忆的蔓延。清
明节来雨纷纷，缅怀过去，祈祷未来。

2、阵阵春风吹绿，缕缕春光明心;丝丝春雨润物，声声问候
暖情。清明节了，只言片语伴随你，愿你照顾好自己，关心
亲人和好友，祝你节日快乐!

3、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放下你手里的工作;即使你是个工
作狂，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稍作变化。生命中还有很多更



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好好地活。

4、清明时节雨无数，不浇花不浇树，心底思念暗生雾。世事
万千看不足，尘归尘土归土，敞开怀抱迈大步。真情相牵人
生路，朋友心遥相诉，一声问候友情固。

5、清明雨是我的泪水，清明的风筝是我的思念;就让风筝飞
向天堂，它会带着我的思念温暖你的灵魂;就让雨水回归故土，
它会带着我的祝福滋润你的心田!

6、认识你是刻意，想着你是情意，不见你时三心二意，见到
你便一心一意

7、再多的安慰也无法拂去你的泪水，再多的短信也不能抚平
你受伤的心扉。我只想轻轻地对你说：清明节到了!远方的我
永远在你身边祝福你、支持你。

8、在热闹中寂寞，在寂寞中热闹。想你的感觉是喝一杯加了
酒的咖啡。想你会想我吗?

9、在这个柳絮纷飞，樱花烂漫的时节化做万片飘零。清明节
来了，在这个有爱的日子里，我们应该比以前更懂得如何去
爱，更明白怎样去爱!

10、如果天变了地变了心没有变，那叫做永远。我想要不说
承诺不发誓言安静的陪你走的那种爱恋!

寒食野望吟

作者： 白居易

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

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



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

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

清明日登老君阁望洛城赠韩道士

作者： 白居易

风光烟火清明日，歌哭悲欢城市间。

何事不随东洛水，谁家又葬北邙山。

中桥车马长无已，下渡舟航亦不闲。

冢墓累累人扰扰，辽东怅望鹤飞还。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二

河流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水系之一，对于我们人类的生活和
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了解河流的特点和意义，
我们四年级的同学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制作了一份河流手抄报。
通过这个过程，我对河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首先，我了解到河流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淡水资源之一。河水
可以滋养大地，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提供水源。我看到手抄报
上列举了一些世界知名的大河，如长江、尼罗河和亚马逊河
等。它们孕育了古代文明，同时也支撑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比如，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它流经许多大城市，为这些
城市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水资源。亚马逊河则被誉为“地球之
肺”，它拥有丰富的水源和植被，是全球最重要的生态环境
之一。

其次，我了解到河流不仅对人类有重大意义，对生物也同样
重要。手抄报上有关于河流生态系统的内容，让我知道了许



多河流中生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例如，河流中的鱼类依
赖河水中的氧气生存，而鸟类则依赖于河流中的鱼类作为食
物来源。这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让我明白了河流对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性。保护河流生态系统不仅可以维护自然平衡，也可
以保护物种的多样性。

接着，我了解到河流也有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去面对。
手抄报上提到了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水污染严重影
响了河流的水质，不仅对人类的健康产生威胁，也危害生物
多样性的保护。水资源短缺则使得河流的水量减少，导致干
旱和荒漠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看到这些问题，我深感保护
河流的重要性，并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护河流，
保护地球的未来。

最后，通过制作河流手抄报，我还学会了很多团队合作的能
力。在制作的过程中，我们要共同收集和整理资料、设计手
抄报的布局、分工合作完成任务。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特长，
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最终完成了一份漂亮的河流手抄报。
这个过程让我明白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也培养了我与他人
合作的能力和沟通技巧，这些都是我以后学习和生活中必备
的素质。

综上所述，通过制作河流手抄报，我对河流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和理解。河流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淡水资源之一，对于人类
和生物多样性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我也了解到河流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去保护。最后，制
作河流手抄报的过程也培养了我团队合作和沟通的能力。这
次手抄报的制作让我受益匪浅，我将继续关注河流问题，为
保护河流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三

第一段：引言（介绍主题）



河流是自然界中流淌的水道，对人类和自然环境都有着重要
的影响。为了更好地了解河流知识，培养环境保护意识，我
四年级的同学们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手抄报活动。通过这次活
动，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河流的美丽与重要性。

第二段：收集资料（了解河流知识）

为了制作一份好的手抄报，首先我们在老师的指引下，一起
收集了关于河流的资料。我们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了
解了河流的起源、流程和与人类生活的关系。通过收集资料，
我发现原来河流不仅是生命之源，还承载着人类社会和经济
的发展。

第三段：制作过程（团队合作）

在收集了足够的资料后，我们小组开始了手抄报的制作过程。
我们首先商讨了主题和布局，然后分工合作，每个人负责一
部分的设计和排版。我们共同协作，用心完成每一处细节，
力求让手抄报更加美观大方。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团队
合作的重要性，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取得好的成果。

第四段：展示成果（增长见识）

手抄报制作好了，我们将它张贴在了学校的活动展板上，并
邀请了其他同学和老师进行观看。我很高兴地看到大家对我
们的手抄报赞不绝口。许多同学表示看了手抄报后对河流有
了更深切的了解，意识到河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而我则更深切地感受到了展示成果带来的成就感，同时也认
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之处。

第五段：总结体会（环保意识）

通过这次手抄报活动，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河流知识，还进
一步培养了环保意识。我们要保护河流，保护环境，不能乱



扔垃圾，不乱倒废水等等。希望我们四年级的同学们能积极
参与环保行动，为保护河流、保护我们的地球做出贡献。

总结：

通过这次河流手抄报的制作，我不仅了解了河流的起源和流
经的路线，还意识到了河流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通过团队
合作完成手抄报，我学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并且在展示
成果中感受到了成就感。最重要的是，这次活动培养了我们
的环保意识，让我们意识到保护河流与环境是我们每个人的
责任。我相信，通过这次活动的参与，我们能更加积极地行
动起来，为保护我们的河流和地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四

清明节这一天，人们可到先人坟地、骨灰放置所或寺庙的灵
位前静默鞠躬。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四年级民间节日清
明节手抄报8张，欢迎大家阅读转发!

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节日，是重要的“八节”（上元，
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东至或除夕）之一。一般
是在公历的五月四日，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
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清明节的
起源据传是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在民间亦相
仿效，于次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
的风俗。清明节源于商朝时代，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之一，
为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时间在四月五日前后。清明节雨水
增多，大地呈现春或景明之象，这一时节万物“吐故纳新”，
无论是大自然中的植被，还是或自然共处人体，都在此时换
取冬天的污浊，迎来春天的气息。

清明节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天清地明。正是春游踏青的好
时节。踏青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历代承袭为习惯。踏青除



了欣赏大自然的湖光山色，春光美景之外，还开展各种文娱
活动添加生活情趣。

清明节流行扫墓或烧纸，其实扫墓是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的
内容，寒食相传起于晋文公悼念介之推一事。唐玄宗开元二
十年诏令天下，“寒食上墓”。

1、扫墓祭祖

中国历，寒食禁火，祭奠先人，早已蔚为习俗。唐朝之后，
寒食节逐渐式微，于清明节扫墓祭祖成了此后持续不断的节
俗传统。

2、荡秋千

荡秋千，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
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
秋千。

3、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
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
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4、射柳

射柳是一种练习射箭技巧的游戏。据明朝人的记载，就是将
鸽子放在葫芦里，然后将葫芦高挂于柳树上，弯弓射中葫芦，
鸽子飞出，以飞鸽飞的高度来判定胜负。

5、斗鸡

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斗鸡由清明开始，斗到夏至为止。
我国最早的斗鸡记录，见于《左传》。到了唐代，斗鸡成风，



不仅是民间斗鸡，连皇上也参加斗鸡。如唐玄宗最喜斗鸡。

6、蚕花会

蚕花会“蚕花会”是蚕乡一种特有的民俗文化，过去清明节
期间，梧桐、乌镇、崇福、洲泉等地都有此项民俗活动。

7、拔河

早期叫“牵钩”“钩强”，唐朝始叫“拔河”。它发明于春
秋后期，开始盛行于军中，后来流传于民间。唐玄宗时曾在
清明时举行大规模的拔河比赛。从那时起，拔河成为清明习
俗的一部分。

8、踏青

清明时节，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9、插柳

据说，插柳的风俗，也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祖师
神农氏的。有的地方，人们把柳枝插在屋檐下，以预报天气，
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天”的说法。

10、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
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

11、放风筝

放风筝。清明放风筝是普遍流行的习俗。所以很多人在清明
节放风筝时，将自己知道的所有灾病都写在纸鸢上，等风筝
放高时，就剪断风筝线，让纸鸢随风飘逝，象征着自己的疾



病、__气都让风筝带走了。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每年这个节气，
我们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吟诵这首唐代诗人杜牧诗句，来表达
我们对先人思念之情。

这一天，我们会来到墓前，放置一束鲜花，烧上一些纸钱，
借以表达我们对亲人思念和祝福，并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祈
祷，祝福他们在天堂那一边能够和我们一样，幸福和快乐地
生活。此时，我们不禁会回忆起他们曾经和我们共同度过那
些岁月，那些画面仿佛还历历在目，想到这些，我不禁凄然
泪下。

远处春景色渐入我视线，鸟儿唱春天奏鸣曲，漫山挑红，遍
地金灿灿菜花，嫩芽吹叶落，绿油油嫩芽长了出来，到处又
是一片春意盎然、万物复苏景象，这又昭示逝去人新生命开
始，一个充满期望和祝福开始。

这是一个春季节，一个充满希望季节，一个新生命开始季节。
们在缅怀过去同时，也要对未来充满希望，珍惜生命，让自
己生命更有意义，不要虚度了这样一个美好人生。

清明时节，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特殊日子里，对生命有一个重
新认识。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五

作为四年级的学生，我参与了学校举办的关于河流的手抄报
制作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我收获颇多，不仅学到了许多关
于河流的知识，还培养了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在整个
制作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河流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应该如
何去保护它。



首先，在准备材料的阶段，我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并从中了
解到了河流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河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生
活和饮用水源，还是许多动植物的栖息地。同时，河流还能
调节气候和带给我们美丽的风景。我在手抄报上用鲜艳的颜
色和生动的图片展示了这些信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关
注和保护河流。

其次，在手抄报的制作过程中，我学会了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我精心挑选了不同颜色的纸张、剪刀和胶水等材料，然后根
据自己的设计，将它们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制作过程中，我
需要细心地剪裁和拼贴，还要小心地控制力度和方向。通过
这个过程，我的动手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也更加有信
心地展示自己的创造力。

再次，在团队合作的过程中，我学会了倾听和协作。在组队
制作手抄报时，我和同学们一起商讨内容和设计，共同努力
完成了一个精美的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们需要
倾听和尊重对方的意见，并通过合作来达成一致。这个过程
中，我意识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也学会了与他人进行有效
的沟通和合作。

最后，在完成手抄报后，我对河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我明白了自己作为一名学生应该如何去保护河流。我会减少
用水量，不乱倒垃圾，不污染河流。同时，我还会积极参与
和支持各种与河流保护相关的活动，向他人宣传河流的重要
性。我相信只有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行动起来，我们才能保护
好河流，为我们未来的生活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通过这次手抄报制作活动，我不仅学到了关于河流的知识，
还培养了动手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我深深感受到了河流的
重要性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去保护它。我相信通过我们每个人
的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创造一个更美好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保护我们的河流！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六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途中寒食》

(唐)宋之问

马上逢寒食，途中属暮春。

可怜江浦望，不见洛桥人。

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

《寒食》

(唐)韩翃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闾门即事》

(唐)张继

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项田;

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



(宋)王禹俏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七

清明节就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就是重要的“八
节”(上元、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
之一。一般就是在公历的四月五号，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
前八日后及十日前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
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
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
一种固定的风俗。

要谈清明节，须从古代一个非常有名的，现在已失传的节
日——寒食节说起。

寒食节，又称熟食节、禁烟节，冷节。它的日期，就是距冬
至一百零五日，也就就是距清明不过一天或两天。这个节日
的主要节俗就就是禁火，不许生火煮食，只能吃备好的熟食、
冷食，故而得名。

寒食节相传就是源于春秋时代的晋国，就是为了纪念晋国公
子的臣子介子推。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外国19年，介子推护
驾跟随，立下大功，重耳返国即位，即晋文公。介子推便背
着老母，躲入绵山。晋文公前往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于
就是他放火烧山，想把介于推逼出来。不料介子推却和母亲
抱着一株大树，宁愿烧死，也不出山。晋文公伤心地下令把
绵山改称介山(即山西介休县境内的.介山)，又下令把介子推
被烧死的那一天定为寒食节，以后年年岁岁，每逢寒食节都



要禁止生火，吃冷饭，以示追怀之意。

其实，寒食节的真正起源，就是源于古代的钻木、求新火之
制。古人因季节不同，用不同的树木钻火，有改季改火之俗。
而每次改火之后，就要换取新火。新火未至，就禁止人们生
火。这就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周礼·秋官·司煊氏》:“中
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可见当时就是摇着木锋，在街上
走，下令禁火。这司煊氏，也就就是专管取火的小官。在禁
火之时，人们就准备一些冷食，以供食用，这样慢慢就成了
固定的风俗了。以后，才与介子推的传说相联系，成了寒食
节，日期长达一个月。这毕竟不利于健康，以后便缩短日期，
从七天、三天逐渐改为一天，唐之后便融合在清明节中了。

寒食节习俗，有上坟、效游、斗鸡子、荡秋千、打毯、牵
钩(拔河)等。其中上坟之俗，就是很古老的。有坟必有墓祭，
后来因与三月上已招魂续魄之俗相融合，便逐渐定在寒食上
祭了。《唐书》记云:”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礼经》
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宜许上墓同拜扫礼。”宋庄季裕
《鸡肋篇》卷上：”寒食上冢，亦不设香火。纸钱挂于茔树。
其去乡里者，皆登山望祭。裂帛于空中，谓之掰钱。而京师
四方因缘拜扫，遂设酒撰(zhuan，饭食)，携家春游。”

《荆楚岁时记》：”(寒食)斗鸡，镂鸡子(鸡蛋)，斗鸡
子。”可见南朝时就有斗鸡与斗鸡蛋之戏了。斗鸡今多见，
斗鸡蛋多就是乡间小儿互相撞碰鸡蛋作为游戏。在古代，用
作碰撞争斗的鸡蛋多就是染色、雕镂(1ou，雕刻)过的，十分
精美。画蛋。镂蛋之俗，源于《管子》中所记的”雕卵”。
无疑它就是由古代食卵求生育的巫术发展而来，成了寒食的
节俗。今天民间亦有清明吃蛋之俗(如前述的”子福”)。寒
食打秋干，据《艺文类聚》中记，北方山戎于寒食日打秋千。
但这恐怕只就是传说而已。刘向《别录》记打秋千就是在春
时，不一定在寒食。又打毯，王建《宫词》:”寒食宫人步打
毯。”牵钩与打毯等戏，也不一定在寒食举行。



由于清明节气在寒食第三日，后世随着时间的迁移，逐渐把
寒食的习俗移到清明之中。宋代之后，寒食扫墓之俗移到清
明之中。踏青春游、荡秋千等俗也只在清明时举行。清明节
便由一个单纯的农业节气上升为重要的大节日了，寒食节的
影响也就消失了。但寒食的食俗有若干变形的方式却传承下
来了，并保存于清明节中。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八

清明节是哪天呢,与其他中国传统节日用月亮历法的农历不同,
其实清明节是一个太阳历法的公历日期,固定在公历的每年4
月4日至4月6日之间。

2022年清明节是2022年4月3日 农历三月初五 星期二。

所以这天就是清明节。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第108
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之一,是祭祖和
扫墓的日子。

中国汉族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
的历史。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满族、赫哲族、壮族、鄂
伦春族、侗族、土家族、苗族、瑶族、黎族、水族、京族、
羌族等24个少数民族,也都有过清明节的习俗。扫墓祭祖、踏
青郊游是基本主题。

清明最早只是一种节气的名称,其变成纪念祖先的节日与寒食
节有关。晋文公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清明节。在山西大部
分地区是在清明节前一天过寒食节。

清明节是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108天。扫墓活
动通常是在清明节的前10天或后10天(早清明,晚寒食)。有些
地方人士的扫墓活动长达一个月。官吏回乡扫墓,时有耽误职



守的事,唐玄宗颁布政令解决假期的问题。

开始规定寒食节放假四天:“(开元)二十四年(736)二月二十
一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唐会要》卷八十二),
按大历十二年(777)诏令,唐朝衙门依例放假五天:“自今以后,
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到贞元六年(790),假日加到七天。

宋代的寒食节也放假七天。北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记
载:“祠部休假岁凡七十有六日,元日、寒食、冬至各七
日。”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五引宋吕原明《岁时杂
记》说:“清明前二日为寒食节,前后各三日,凡假七日。而民
间以一百四日禁火,谓之私寒食,又谓之大寒食。北人皆以此
日扫祭先茔,经月不绝,俗有寒食一月节之谚。”

相传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 害而流 亡国外。流 亡
途中，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又累又饿，再也无力站起来。
随臣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时候，
随臣介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了
一碗肉汤让公子喝了之后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
肉是介子推从自己腿上割下的时候，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重耳做了国君，也就是历的晋文公。即位后文公
重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 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
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最鄙视那些争
功讨赏的人。他打点好行装，同老母亲悄悄的到绵山隐居去
了。

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介子
推已离家去了绵山。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两个人
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大火
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着
老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晋文公见状，恸
哭。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一片衣襟，上写道：“割肉奉君
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



将这一天定为寒食节。

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
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
清明节。

清明节有扫墓、踏青、植树、荡秋千、放风筝等习俗。虽因
各地因地域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上或细节上的差异，各
地节日活动虽不尽相同，但扫墓祭祖、踏青郊游是共同基本
礼俗主题。

1、扫墓

清明扫墓，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来已久。

清明节本属“祭祖节”，是表达孝道的重要节日。而以祭祀
场所的不同，还可以分为墓祭、祠堂祭。清明节扫墓一般上
午进行，还要携带酒食果品，在墓前焚烧纸钱。为坟墓培新
土，叩头祭拜。

2、踏青

踏青又叫 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四月清明，春回大地，
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
所以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3、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
快。因此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
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

4、荡秋千

秋千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创造的一种运动。春秋时期传



入中原地区，汉代以后，秋千逐渐成为清明、端午等节日进
行的民间习俗活动并流传至今。

5、放风筝

放风筝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
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
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

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
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总结：清明节风俗有扫墓、踏青、植树、荡秋千、放风筝。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九

清明节的黑板报内容可以分为五大栏目。

第一栏目：主图+清明节的概念

主题：清明时节

清明节，为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岁时百问》有记
载：“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另外，
清明节也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如今发展成一年中最重要的祭
祀节日，主要表现形式为祭祖和扫墓。

第二栏目：清明节的传说和由来

清明节大约始于周朝，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相传大禹治水
后，人们用“清明”二字庆祝水患已除，天清地明，天下太
平。然而这个时候又是春暖花开、春光美景、春色迷人、春
意阑珊、阳光灿烂、万物复苏的季节，正适合春游和踏青，
于是唐朝的那个时代开始便有了清明时节踏青这个习惯。



由于春回大地、春暖雨多，特别适合农耕，古代农耕时就有
谚语：“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
到后来，清明由最开始的只是一个节气，发展成踏青和耕种
的大好时节。不过，因为清明节与寒食节日子接近，而寒食
节是人们祭祀祖先的日子，后人便把寒食节与清明节合并成
一个节日，故清明时节禁烟火，祭祖和扫墓，只吃凉的食物。
给清明节增添了许多重要意义和生活情趣。

第三栏目：清明时节——我们的`节目有哪些呢?

清明节扫墓

俗称上坟，是祭祀已逝的亲人和革命先烈的活动。按照旧的
清明习俗，人们扫墓时，携带烟酒、糖果、食物(多为主食)、
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将纸钱焚化，
还为坟墓除去杂草，培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
然后叩头行礼祭拜，最后吃掉酒食回家。

清明节踏青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在每年阳历的4月4日至6日之间，正是
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的好时候。在古
时，春游还叫踏青、探春、寻春等。这个时节适合参加体育
活动来防止冬季残留的寒气伤身，除了踏青，还有古时候的
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

清明节放风筝

许多人喜爱在清明节的时候放风筝。因为人们也会在夜里放
风筝，还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
像一盏盏小灯，被称为“神灯”，特别好看。传说有这样的
习俗，把风筝放上天空后剪断牵线，任凭春风把他们吹向各
地，可以除病消灾，祈求带来好运。



第四栏目：清明诗词欣赏

《清明》

唐*杜牧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第五栏目：大家一起学学清明谚语

阴雨下了清明节，断断续续三个月。

清明难得晴，谷雨难得阴。

清明不怕晴，谷雨不怕雨。

清明无雨旱黄梅，清明有雨水黄梅。

清明一吹西北风，当年天旱黄风多。

清明北风十天寒，春霜结束在眼前。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十

清明节在古代的时候就是有的，相传是从古代帝王将相“墓
祭”之礼，慢慢的民间也开始效仿了，所以清明节就有了祭
祖扫墓，慢慢这就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习俗了。其实清明
节和寒食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但是到了唐朝就把祭拜扫墓



的日子定为寒食节。

“清明节”的得名还源于我国农历24节气中的清明节气。冬
至后第105天就是清明节气。清明节气共有15天。作为节气的
清明，时间在春分之后。这时冬天已去，春意盎然，天气清
朗，四野明净，大自然处处显示出勃勃生机。用“清明” 称
这个时期，是再恰当不过的'一个词。

冬至后一百零五天谓之寒食，从前这天禁火，冷食，故又
称“冷节”、“禁 烟节”。 民间传说寒食是为了纪念春秋
时的介子推被火焚于绵山， 晋文公下令禁火。介子推是山西
人，所以冷食习俗在山西首先流行。旧时寒食断火，次日宫
中有钻木取新火的仪式，民间也多以柳条互相乞取新火。

清明节的习俗是有很多的，不仅是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
青、荡秋千、蹴 鞠、打马球、插柳等很多的风俗体育活动。

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
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因此，这个节
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
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
的历史很古老， 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
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
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
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清明节中国历史上，寒食禁火，祭奠先人，早已蔚为习俗。
唐朝之后，寒食节逐渐式微，于是清明节扫墓祭祖成了此后
持续不断的节俗传统。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寒食野望吟》诗
云："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
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生死离别处。冥漠
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宋朝诗人高菊卿也曾于《清



明》一诗中描写道："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
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
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就是到了今
天的社会，人们在清明节前后仍有上坟扫墓祭祖的习俗：铲
除杂草，放上供品，于坟前上香祷祝，燃纸钱金锭，或简单
地献上一束鲜花，以寄托对先人的怀念。

踏青清明之时，正是春回大地，人们乃因利乘便，扫墓之余
亦一家老少在山乡野间游乐一番，回家时顺手折几枝叶芽初
绽的柳枝戴在头上，怡乐融融。也有的人特意于清明节期间
到大自然去欣赏和领略生机勃勃的春日景象，郊外远足，一
抒在严冬以来的郁结心胸，这种踏青也叫春游，古代叫探春、
寻春。其含义，就是脚踏青草，在郊野游玩，观赏春色。清
明前后正是踏青的好时光，所以成为清明节俗的一项重要内
容。古时妇女平日不能随便出游，清明扫墓是难得的踏青的
机会，故妇女们在清明节比男人玩得更开心，民间有“女人
的清明男人的年”之说。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十一

手抄报，是指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以纸为载体、
以手抄形式发布新闻信息的报纸，是报纸的原形，又称手抄
新闻。在中国唐代就有各地驻京“邸吏”主持抄发、以地方
官吏为主要对象的手抄报，史称“邸报”。下面是小编为大
家收集的好看的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

1、清明前后，种瓜点豆。

2、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种莫迟延。

3、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



4、清明雨渐增，天天好刮风。

5、春分后，清明前，满山杏花开不完。

6、清明到，麦苗喝足又吃饱。

7、清明喂个饱，瘦苗能转好。

8、清明不上粪，越长越短劲。

9、清明高粱谷雨花（棉），谷子播种到立夏。

春秋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
在一处渺无人烟的地方，又累又饿，再也无力站起来。随臣
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点吃的，正在大家万分焦急的，随臣介
子推走到僻静处，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
肉汤渐渐恢复了精神，当重耳发现肉是介子推人自己腿割下
的时候，流下了眼泪。

十九年后，重耳作了国君，也就是历的晋文公。即位后文公
重重赏了当初伴随他流亡的功臣，唯独忘了介子推。很多人
为介子推鸣不平，劝他面君讨赏，然而介子推最鄙视那些争
功讨赏的人。他打好行装，同悄悄的到绵山隐居去了。

晋文公听说后，羞愧莫及，亲自带人去请介子推，然而介子
推已离家去了绵山。绵山山高路险，树木茂密，找寻两个人
谈何容易，有人献计，从三面火烧绵山，逼出介子推。大火
烧遍绵山，却没见介子推的身影，火熄后，人们才发现背老
母亲的介子推已坐在一棵老柳树下死了。晋文公见状，恸哭
不。装殓时，从树洞里发现一血书，上写道：“割肉奉君尽
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将这一
天定为寒食节。

第二年晋文公率众臣登山祭奠，发现老柳树死而复活。便赐



老柳树为”清明柳“，并晓谕天下，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
清明节。

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相仿效，
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
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到了唐朝，将祭
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

“清明节”的得名还源于我国农历24节气中的清明节气。冬
至后第105天就是清明节气。清明节气共有15天。作为节气的
清明，时间在春分之后。这时冬天已去，春意盎然，天气清
朗，四野明净，大自然处处显示出勃勃生机。用“清明”称
这个时期，是再恰当不过的一个词。

冬至后一百零五天谓之寒食，从前这天禁火，冷食，故又
称“冷节”、“禁烟节”。民间传说寒食是为了纪念春秋时
的介子推被火焚于绵山，晋文公下令禁火。介子推是山西人，
所以冷食习俗在山西首先流行。旧时寒食断火，次日宫中有
钻木取新火的仪式，民间也多以柳条互相乞取新火。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
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
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
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
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
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
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
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
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
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
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
今。1979年，人大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
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谓之对祖先的“思时之敬”。其习俗由来已久。明《帝京景
物略》载“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
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
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
圃列坐尽醉。”其实?扫墓在秦以前就有了但不一定是在清明
之际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并相传至
今。清明祭扫仪式本应亲自到茔地去举行但由于每家经济条
件和其它条件不一样所以祭扫的方式也就有所区别。“烧包
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所谓“包袱”亦作“包裹”是
指孝属从阳世寄往“阴间”的邮包。

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
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
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
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
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妈妈因为时间的关系已提前回家扫墓，我无法亲身体会。于
是我们就来到遗爱湖边看别人扫墓。

清明节这天，天空中下着小雨，打在人身上，给人一种凉丝
丝的感觉，也为这个特殊的节日增加了一份悲伤。这使我不
仅想起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
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只见
一座座坟墓静静地躺在那里，坟上长满了杂草，不知名的野
花在雨中摇摆，就好像是在诉说着墓主人的哀思。



人们的脸上不见了往日的笑容，多了一份悲伤。他们冒着小
雨携带食品鲜花、纸钱、香、鞭炮等物品到墓地，他们将坟
墓及周围的杂草清理，加上新土，将食物放在亲人墓前，再
将纸钱、香、鞭炮点燃，然后磕头。他们静静地站在那儿，
久久不愿离去，他们似乎与亲人有说不完的话。有些人在坟
前栽植松树与柏树，妈妈说它们就是一年四季常青的树，栽
上它，预示着家庭与事业常青不老！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每个人都有死的
一天，我们应该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时间。

1、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清明节了，缅怀已逝先人，
扫扫墓，烧烧纸；关爱周围亲朋，多走动，常联系。祝你清
明节快乐！上天让我们过清明节，是为了让我们振奋，而不
是悲伤。又一个播种希望的日子，让我们快乐的，幸福的，
幸运的播种，收获，让爱我们的人们快乐，欣慰！

2、带着一丝缅怀的思绪，带着一份思念的情怀，带着一份祝
福的感情，在清明这天，释放，传送，祝愿，祈祷，愿收到
短信的你幸福安康！

3、清明节来了，忙碌而辛劳的日子里，别忘了出门逛逛，感
受明媚的春光，吸收百花的芬芳，放松悠闲的心情，欣赏美
丽的风景，寻找生活的快乐，清明节愉快！

4、清明节，放风筝，白天放，夜间放。夜风筝，一串串，彩
色的，小灯笼，闪烁的，小明星，愿神灯，带给你，好运气，
好福气，我祝你，乐逍遥，乐淘淘。

5、清明节，你会不会感觉心里凉凉的，知道有什么可以暖暖
心吗？告诉你哦，是感情，多关心关心家人，常联系联系朋
友，心会暖的，情会真的，不信你试试！

6、耕牛满地跑，羊儿吃青草，蝌蚪水中游，小鱼吐泡泡，鸭



子暖水浮，青蛙岸上跳，归燕衔泥筑巢忙，人们更上春装把
路上。祝清明节放下工作轻松出游。

7、又到梅雨时节处，最怕稠缪玉珍珠。正见晴空翔南燕，乡
旁小路已泥泞。朋友，稠缪的雨带去我的问候，多雨的时节，
愿你保重身体，清明节快乐。

8、一阵阵春风，送给你吉祥，一串串铃铛，送给你健康，一
首首清明的歌谣，送给你好运，一棵棵美丽的清明花，送给
你幸福。清明安康！

9、清明时节雨纷纷，最美人间四月天；春草新绿花苞开，桃
花一香好运来；朋友真情总常在，身体健康人人爱；红红太
阳幸福在，快快乐乐晒一晒！

10、清明来临花儿香，一条短信送五香：一香送你福禄多，
二香送你工作顺，三香送你烦恼去，四香送你心情好，五香
送你永安康。清明节快乐！

11、清明节到了，送个清明果，让你忧愁消去乐逍遥；送片
柳叶飞，让你幸福吉祥周身随；送条，让友谊之树时常青。
清明节，祝愿幸福无忧。

12、百花盛开的芳菲清明，蜂飞蝶舞的美丽春光，彼此牵挂
的纯真情意，甜美幸福的融融思念，温暖心房的祝福话语。
愿你清明时分，伴着你我的情意纵享美好春色。

13、草长莺飞，情谊一天天加深。杨柳依依，垂下我思念缕
缕。桃花落尽，凋零不了美丽心情。风筝高飞，载着美好梦
想远行。清明小长假，要玩得开心！

14、春雨清明湿杏花，小山明灭柳烟斜。

15、清明一年一年的到来，牵挂则是一年一年的积淀。每一



次思念的痛都是如此的深刻，每一次的记忆是那样的清晰。

16、石永刚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亲友做
何事，思发念亲寻故坟。烧香焚绕寄情思。坟前立花意永存。

17、天也友情雨茫茫，人间真情泪汪汪。墓冢添土压纸钱，
泪流胸前湿衣裳。难忘故人音容面，未能报答儿遗憾。只愿
天地都吉祥，儿孙祭祖美德传。

18、剪一挂纸钱，把先烈怀勉；扫一回坟檐，抒内心怀念；
采一缕新茶，绽内心笑颜；发一条短信，将亲朋祝愿。清明
节到了，祝愿您快乐天天！

19、无限思念，堆积大川高山；袅绕青烟，穿越天上人间；
微风片片，撩起衣袂翩跹；细雨缠绵，牵扯思绪万千。清明
时节，把先祖祭奠，净化心灵驿站。

20、清明节祭先人，传人情寄哀思，莫铺张不迷信，承遗志
传后人，祖先慰笑九泉

21、寒食清明暮东风，一条短信寄思情。为你插上一枝柳，
好运一直跟你走。送你一碗糯米饭，全家团圆身康健。外加
一个茶叶蛋，所有愿望都实现。

22、暖暖的天，暖暖的晴，暖暖的天气到清明；甜甜的风，
甜甜的雨，甜甜的祝福送给你。假期前的周六，愿你有轻松
的工作，爽朗的心情！

24、清明时节节到了，我轻轻地送上清清的春风，为你吹散
心中的忧伤；让我轻轻送上暖暖的问候，为你坚定心中的信
念。温馨生活，关爱亲友，共祝幸福平安！

25、云烟雨雾绕山间，清明祭祖人不断。同天共泣祭亡灵，
泪流雨洒情悲伤。在世一生多辛劳，在天异域多逍遥。故人



遥看多保佑，子孙后代幸福耀。祝愿朋友立起志，美满生活
扬正气！

26、踏进墓园表达我们的缅怀，献上花圈寄托我们的哀思。
清明之际，送上信息共勉：秉承遗志建功勋，艰苦奋斗创伟
业！

27、清明细雨眼前飘，怀念之情心头绕，满腔的牵挂可知晓，
天堂的亲人好不好？纷纷纸钱黑蝶舞，疼惜的泪水断了珠，
清明时节。唯愿天上人间都安好。

28、春风吹拂柳吐丝，百花绽放含羞笑。一年清明又来到，
扫墓祭奠人如潮。山清水秀风光好，物是人非哭嚎啕。纸钱
飞舞化蝶绕，一杯浊酒情义捎。但愿天国都安好，保佑亲人
生活幸福多欢笑！

29、清明时节雨纷纷，踏青祭祖扫墓忙，斟上一杯哀思酒，
燃些纸钱拜先人，如今阴阳两相隔，唯有祝愿永安息，在天
之灵佑家人，亲朋安康福无边！

30、清明的雨再大，大不过我的牵挂；清明的露再甜，甜不
过我的思念；清明的风再柔，柔不过我的问候；清明的回忆
再浓，浓不过乐观的心境，祝你一切安好，万事吉祥。

31、清爽的杨柳风，温润的清明雨，柔嫩的阳春草，懵懂的
早醒虫。携晓风微雨虫鸣上路吧！那里搭载了你最为深切的
怀念！清明节安好！

32、听风听雨听过清明，福来福去祝福送不停。今天是清明，
祝你心境清爽，做事开明。清明来临，祝你悲伤忧愁快点停，
好运福运随身行。

33、清明时节，祝福亲爱的朋友平安幸福吉祥、天天好心情！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十二

1、清明节里好踏青，愿你带上幸福的包袱，顺着快乐出发;
带上健康的行李，向平安的道路朝前进;心里装满希望，踏上
多姿多彩的征程。

2、清明节到：我祝愿山川大地一清二明，江河湖海一清二明。
祝愿你：精神清爽一清二明，做事有序一清二明，生活事业
一清二明!

3、清明节到了，我的短信来祝福，希望你快乐心情多多，事
业高升快快，财源滚滚不断，心情逍遥自在，放松心情，好
运不断。

4、清明节，万事哎，多快乐，莫伤心，好好地，每个人，祝
福你，都希望，你幸福，不要哭，要坚强，为了我，为了他，
也为了你自己。

5、带着一丝缅怀的思绪，带着一份思念的情怀，带着一份祝
福的感情，在清明这天，释放，传送，祝愿，祈祷，愿收到
短信的你幸福安康!

6、在清明节这个湿漉漉的雨天，是你为我撑起一片无雨的天
空。无论风雨雷电，我就是你的风衣、雨伞、避雷针，无悔
的是我们相遇!

7、清明到，风筝传递我的祝福：放飞风筝，让它带走烦恼与
忧愁，放飞悲伤与苦闷;收回风筝，带来吉祥与好运，收获幸
福与甜蜜。

8、清明节快到了，工作再忙，事情再多，也要抽出空隙问候
你：好朋友，忙碌的日子，别忘了保持一颗微笑的心情!祝你
天天快乐!



9、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洗树梢润小草，问候送去关怀到，放
弃忧伤烦恼消，生活向前锦绣程。清明节，愿一切安好，快
乐来到。

10、清明节到，漂泊的游子可回家乡，思念的亲人村口望，
在外身体可安康，一天假期不要黄，定要休息莫要忘。祝亲
人节日幸福快乐!

11、清明节到了，小长假也来到了，与快乐紧紧拥抱，幸福
跟着跑;与烦恼说声再见，忧愁全消乐逍遥;清明节，祝健康
快乐、心想事成。

12、每周快乐齐分享，友情深情永康健，异省友情人送温，
尤如亲情似蜜甜，心中恋人永挂念，再苦再难也清甜，快乐
快过清明节。

13、清明节，愿微风吹走烦恼心情，愿空气带给你快乐心情，
清明节，愿你烦恼抛掉，痛苦少掉，快乐来找，幸福围绕，
祝你清明节快乐!

14、清明节，即使难过，即使思念，即使缅怀，但是我希望
你能够怀着对远去的人的思念，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开心
快乐，每一天!

15、月有阴晴圆缺，万事难圆满。清明节了，缅怀已逝先人，
扫扫墓，烧烧纸;关爱周围亲朋，多走动，常联系。祝你清明
节假期快乐!

16、清扫惆怅，心情晴朗;清理无奈，心情舒畅;清空烦恼，
神清气爽;清除忧愁，神采飞扬。清明已到，愿君舒心，郊外
踏青，惬意逍遥!

17、清明节，我要迎着春风为你放飞一个风筝，我祝福你越
飞越高，清明节我要祝福你事业兴旺，步步高升，百事可乐，



好运来。

18、清明节来到，短信祝福不能少，愿你祭奠先人表孝道，
野外踏青心情好，日日开心没烦恼，天天快乐幸福绕，美好
未来步步高!

19、清明节，天气阴了，思念深了，雨滴下了，牵挂多了，
脚步快了，节日到了，祝福写了，真情表了，祝你一生幸福
快乐，永远健康!

20、清明节祝福你荡着秋千奔前程，忽高忽低前程似锦，晃
晃悠悠自由自在，生活幸福百事可乐，身体健康前途无量。

21、清清明明，明明清清。清明清明春雨如此清爽。明清明
清天气如此明朗。清明的我送你明清的快乐。明清的节日祝
你清明节快乐。

22、清明节，送一束鲜花，送一段旋律，点一支跳动的蜡烛，
再送上我对你的祝福，我的祝福是潺潺的小溪伴随一生一世，
清明节快乐!

23、清明节到了，愿扫去你的烦恼，扫去你的忧愁，扫去你
的痛苦，扫去你的不幸，让一切好运都将围着你，财运追着
你，幸福快乐都是你。

24、清明时节雨纷纷，值此节日，回乡的人啊，不管上天在
为谁哭泣，我们也要安心的为已故亲人送去祝福。希望每个
人都过的幸福。

25、清明节到了，愿你踏着脚车，外出郊游，放下心情，开
心自如，身体健康，什么都好，烦恼走掉，精神抖擞，愿你
幸福快乐常相伴。

26、清明节到!忘掉不快的过去，抛弃忧郁的晦气，酝酿甜蜜



的回忆，磨砺豁达的心态。真诚的问一声候，愿你如意心宽!

27、听风听雨听过清明，福来福去祝福送不停。今天是清明，
祝你心境清爽，做事开明。清明来临，祝你悲伤忧愁快点停，
好运福运随身行。

28、清明到来柳丝长，和顺甜蜜随风扬;清明到来花飘香，平
安幸福绕身旁;清明到来心欢畅，走出户外享春光。清明节，
愿你快乐!

29、清明时节到，细雨无声飘。子规哀伤叫，风声也萧萧。
松柏正丰茂，纸钱挂树梢。焚香青烟绕，清酒坟前倒。只愿
天国好，人间皆欢笑。

30、清明节气到，春光正明媚。出门踏青去，烦恼全抛掉。
幸福跟你跑，快乐赶不走。吉祥数不尽，如意纷纷落。祝你
常开心，清明节快乐。

31、年年清明年年有，今又清明故人无，天堂人间两相隔，
相思想念相牵挂，春风春雨送思念，来生来世再续缘。愿逝
者安息，生者如斯。

32、清明到来柳丝长，和顺甜蜜随风扬;清明到来花飘香，平
安幸福绕身旁;清明到来心欢畅，走出户外享春光。清明节，
愿你平安快乐!

33、清明忆故人，阴阳相望无言唯有泪千行。吃寒食，焚香
炉，写纸钱，浊酒一壶祭先人。新人感伤故人逝，但愿故人
佑的新人兴。

34、清明踏青，结伴出行，温馨提醒，唯此信息，无论阴晴，
雨具随行，贵重物品，照看小心，安全第一，谨记在心，放
松心情，快乐无垠!



35、纷纷雨滴，点点思念，丝丝牵挂，一点忧愁，一抹感伤，
却上心头。风淡雨轻思故人，清明雨上泪痕痕。愁断泪满襟，
清明雨纷纷。

36、清明带把伞，求雨促生产;清明唱首歌，踏青真快乐;清
明抖一抖，精神百倍有;清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清明不发
愁，一年好彩头!

37、清明小长假，祝福短信发，春风亦盎然，思念恒流长，
快乐似纸鸢，只欠没转发。清明节祝福缤纷，愿君笑口常开，
事事如意!

38、清明时节天还寒，我要用真心的祝福给你送去温暖，清
明节我祝福你身体永远健康好运来，笑口常开，永远年轻漂
亮，美丽可爱。

39、怀念你的好，怀念你的笑，怀念你的拥抱和那身上淡淡
的味道。朋友，清明节来到，愿我们诚信缅怀逝去的先人，
继续更加勇敢地生活!

40、莺飞草长，我们的爱情也随之加深。并不为桃花的落尽，
而随之减少。在春风里飘荡的风筝，代表着我的思念，清明
节，我们抱得更紧!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十三

清明节,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每年公历四月五日或前后,
太阳到达黄经15°时开始。清明,就天气来说,是形像天气清
沏明朗。下面是本站小编带来的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图片,希
望大家喜欢!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1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2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3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4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5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6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7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8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十四

为清明节制作一份手抄报，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应该不
是什么难事吧!下面是本站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四年级关于清明
节的手抄报相关资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四年级关于清明节的手抄报的图片1

四年级关于清明节的手抄报的图片2

四年级关于清明节的手抄报的图片3

清明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由于二十四节气比较客观地
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古代
劳动人民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
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按《岁时百问》的说法：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一到，
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
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



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清明作为节日，与纯粹的节气又有所不同。节气是我
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而节日则包含着一定的风俗
活动和某种纪念意义。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
扫墓的日子。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汉族和
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

按照旧的习俗，扫墓时，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
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
上新土，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祭拜，
最后吃掉酒食回家。唐代诗人杜牧的诗《清明》：“清明时
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
村。”写出了清明节的特殊气氛。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按阳历来说，它是在每年的4月4日至6
日之间，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也正是人们春游(古
代叫踏青)的好时候，所以古人有清明踏青，并开展一系列体
育活动的的习俗。

直到今天，清明节祭拜祖先，悼念已逝的亲人的习俗仍很盛
行。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
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
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踏青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



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
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
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
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
今。1979年，人大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
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放风筝

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
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
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
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
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十五

我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
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
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
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
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
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
品。

关于寒食，有这样一个传说：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
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
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
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
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
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
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
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就是著名春秋五霸之一
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
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
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
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去请。可
是，当晋文公来到介子推家时，只见大门紧闭。介子推不愿
见他，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
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
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
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乃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
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
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死了。晋文公
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
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
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



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
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
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
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
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就是来源于此。

第二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
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树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
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
走到跟前，珍爱地掐了一下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祭
扫后，晋文公把复活的老柳树赐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
定为清明节。

以后，晋文公常把血书袖在身边，作为鞭策自己执政的座佑
铭。他勤政清明，励精图治，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此后，晋国的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对有功不居、不图富贵的
介子推非常怀念。每逢他死的那天，大家禁止烟火来表示纪
念。还用面粉和着枣泥，捏成燕子的模样，用杨柳条串起来，
插在门上，召唤他的灵魂，这东西叫“之推燕”(介子推亦作
介之推)。此后，寒食、清明成了全国百姓的隆重节日。每逢
寒食，人们即不生火做饭，只吃冷食。在北方，老百姓只吃
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则多为青团和糯米
糖藕。每届清明，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把柳条枝
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1、清明起尘，黄土埋人（晋、内蒙古）

2、清明断雪不断雪，谷雨断霜不断霜（冀、晋）

3、清明一吹西北风，当年天旱黄风多（宁）



4、清明有雾，夏秋有雨（苏、鄂）

5、雨打清明前，春雨定频繁（鲁）

6、清明刮动土，要刮四十五

7、清明响雷头个梅（浙）

8、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华东、华中、华南、四川及云贵高
原）

9、雨打清明前，洼地好种田（黑）

10、清明不怕晴，谷雨不怕雨（黑）

11、清明雾浓，一日天晴（豫）

12、清明北风十天寒，春霜结束在眼前（冀）

13、明难得晴，谷雨难得阴

14、麦怕清明霜，谷要秋来旱（云）

15、清明刮动土，要刮四十五（苏）

16、清明宜晴，谷雨宜雨（赣）

17、清明难得晴，谷雨难得阴（鲁）

18、雨打清明前，洼地好种田

19、清明冷，好年景（辽、冀）

20、清明暖，寒露寒（湘）



21、清明起尘，黄土埋人

22、清明雨星星，一棵高粱打一升

23、阴雨下了清明节，断断续续三个月（桂）

24、清明有霜梅雨少（苏）

25、清明雨星星，一棵高粱打一升（黑）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十六

清明节是我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是重要的八个节日：上元、
清明、立夏、端午、中元、中秋、冬至和除夕之一。一般是
在公历的四月五日,但其节期很长,有十日前八日后及十日前
十日后两种说法,这近二十天内均属清明节。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
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
一种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
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冬至后一百零五
天谓之寒食，从前这天禁火，冷食，故又称“冷节”、“禁
烟节”。民间传说寒食是为了纪念春秋时的介子推被火焚于
绵山，晋文公下令禁火。介子推是山西人，所以冷食习俗在
山西首先流行。旧时寒食断火，次日宫中有钻木取新火的仪
式，民间也多以柳条互相乞取新火。

春分后十五天为清明，是郊游的好日子。清明又是扫坟祭祖
的日子，民间又称为“鬼节”、“冥节”，与七月十五、十
月一日总称“三冥节”，有城隍出巡的仪式。

寒食、清明本来是两个节日，但山东民间大都把两个节日合
而为一。一般叫清明，少数地区叫寒食节，但过节却是在清



明这天。垦利地方自清明节前三日算起，称“大寒
食”、“二寒食”、“三寒食”，第四日为清明，人们于这
四天内扫墓、踏青。鄄城以清明前一日为寒食节，又称清明
节为“鬼门关节”。

在墓前祭祖扫墓，这个习俗在中国起源甚早。早在西周时对
墓葬就十分重视。东周战国时代《孟子·齐人篇》也曾提及
一个为人所耻笑的齐国人，常到东郭坟墓同乞食祭墓的祭品，
可见战国时代扫墓之风气十分盛行。到了唐玄宗时，下诏定
寒食扫墓为当时“五礼”之一，因此每逢清明节来到，“田
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父母丘墓。”(柳宗元
《与许京兆书》)扫墓遂成为社会重要风俗。

而在仍有些寒冷的春天，又要禁火吃冷食，怕有些老弱妇孺
耐不住寒冷，也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于是就定了踏青、
郊游、荡秋千，踢足球、打马球、插柳，拔河，斗鸡等户外
活动，让大家出来晒晒太阳，活动活动筋骨，增加抵抗力。
因此，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外，还有各项野外健身活动，
使这个节日，除了有慎终追远的感伤情怀，还融合了欢乐赏
春的气氛;既有生离死别的悲酸泪，又到处是一派清新明丽的
生动景象。真是一个极富特色，非常特别的节日。 清明祭扫
坟茔是和丧葬礼俗有关的节俗。据载，古代“墓而不坟”，
就是说只打墓坑，不筑坟丘，所以祭扫就不见于载籍。后来
墓而且坟，祭扫之俗便有了依托。秦汉时代，墓祭已成为不
可或缺的礼俗活动。

《汉书.严延年传》载,严氏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在清明“还归
东海扫墓地”。就中国人祖先崇拜和亲族意识的发达、强固
来看，严延年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后世把上古没有纳
入规范的墓祭也归入五礼之中：“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
入五礼，永为常式。”得到官方的认可，墓祭之风必然大盛。

由于中国广大地区有在清明之日进行祭祖、扫墓、踏青的习
俗，逐渐演变为华人以扫墓、祭拜等形式纪念祖先的一个中



国传统节日，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一般为冬至之后106天，寒
食节的后一天。扫墓活动在节前后可延续十天左右。

在北方，老百姓只吃事先做好的冷食如枣饼、麦糕等;在南方，
则多为青团和糯米糖藕。每届清明节，人们把柳条编成圈儿
戴在头上，把柳条枝插在房前屋后，以示怀念。

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
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
要的.意义。 放风筝 也是清明节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
逢清明节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
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的明星，被
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
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
给自己带来好运。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十七

清明节古时也叫三月节，公历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间为清明
节，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二十四个节气中，既是节气又是
节日的只有清明。清明节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民俗节日之
一，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传统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
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种
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
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的，
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
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
品。

习俗起源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
民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
一种固定的风俗。本来，寒食节与清明节是两个不同的节日，
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寒食节的正确日
子是在冬至后一百零五天，约在清明前后，因两者日子相近，
所以便将清明与寒食合并为一日。  在墓前祭祖扫墓，这个
习俗在中国起源甚早。早在西周时对墓葬就十分重视。东周
战国时代《孟子·齐人篇》也曾提及一个为人所耻笑的齐国
人，常到东郭坟墓同乞食祭墓的祭品，可见战国时代扫墓之
风气十分盛行。到了唐玄宗时，下诏定寒食扫墓为当时“五
礼”之一，因此每逢清明节来到，“田野道路，士女遍满，
皂隶佣丐，皆得父母丘墓。”（柳宗元《与许京兆书》）扫
墓遂成为社会重要风俗。   而在仍有些寒冷的春天，又要
禁火吃冷食，怕有些老弱妇孺耐不住寒冷，也为了防止寒食
冷餐伤身，于是就定了踏青、郊游、荡秋千，踢足球、打马
球、插柳，拔河，斗鸡等户外活动，让大家出来晒晒太阳，
活动活动筋骨，增加抵抗力。 因此，清明节除了祭祖扫墓之
外，还有各项野外健身活动，使这个节日，除了有慎终追远
的感伤情怀，还融合了欢乐赏春的气氛；既有生离死别的悲
酸泪，又到处是一派清新明丽的生动景象。真是一个极富特
色，非常特别的节日。 清明祭扫坟茔是和丧葬礼俗有关的节
俗。据载，古代“墓而不坟”，就是说只打墓坑，不筑坟丘，
所以祭扫就不见于载籍。后来墓而且坟，祭扫之俗便有了依
托。秦汉时代，墓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

《汉书.严延年传》载，严氏即使离京千里也要在清明“还归
东海扫墓地”。就中国人祖先崇拜和亲族意识的发达、强固
来看，严延年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因此后世把上古没有纳
入规范的墓祭也归入五礼之中：“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
入五礼，永为常式。”得到官方的认可，墓祭之风必然大盛。

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
渐渐的，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
称，也变成为清明时节的一个习俗，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



吃凉的食品。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每年四月四或五、六日，
民俗于此期间扫墓。

由于中国广大地区有在清明之日进行祭祖、扫墓、踏青的习
俗，逐渐演变为华人以扫墓、祭拜等形式纪念祖先的一个中
国传统节日，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一般为冬至之后106天，寒
食节的后一天。扫墓活动在节前后可延续十天左右。

四年级清明节手抄报篇十八

日本的盂兰盆节

在每年农历七八月间举行，与我国北方有些地方每年农历七
月十五举行的“盂兰会”很相似。不同的是，日本更重视这
个节日，机关、团体、厂矿、企业都放假3天，有组织地进行
祭祀活动。在乡间活动更热闹，几乎家家户户都不例外，城
里人也返乡，到墓地祭祖。远离家乡的人能回来的也回来参
加，不能回来的.也往往委托别人代自己祭奠。

叙利亚的“烈士节”

叙利亚把每年初夏的5月6日定为“烈士节”，这是由政府规
定的法定节日，全国都十分重视，在这一天，全国各地都要
举行纪念活动，向烈士碑敬花圈，为烈士墓扫墓，慰问烈士
家属。

波兰亡人节

波兰每年春天都要举行“亡人节”，即悼念已经逝世的人。
节日这一天，人们都去扫墓，为灵墓祭典，并点上烛灯。有
些人全家都到来，特别要带上孩子，年长者点燃烛灯，让孩
子敬献，表示纪念故人，以教育后代不忘祖先。

坦桑尼亚哀思节



为悼念为国牺牲的烈士，把每年9月2日定为“哀思节”。每
到这一天，人们都到墓地献花扫墓。国家的领导人也到陵园
墓地参加扫墓活动，到独立广场纪念碑献上花圈，以寄托对
烈士的哀思。

墨西哥扫墓节

每年11月2日为墨西哥的“扫墓节”，家家为死去的人扫墓。
去时，准备特别的“亡人面包”、骷髅形糖块和已故亲人爱
吃的食物及烟酒，作为祭祀供品。举行仪式后，全家人在墓
前铺上布，席地而坐，点上蜡烛，边吃喝，边歌舞，作为守
灵，通宵达旦。但各地区扫墓的时间不同，有的地区在白天，
有的在晚上。

法国万灵节

每年11月1日为法国“万灵节”。这一天，人们赶往墓地，祭
典故人，献上菊花，位于巴黎公墓不远的巴黎公社纪念碑和
十多个反法西斯纪念碑，凭吊者最多，献上的鲜花也最多。

突尼斯英雄节

9月1日，突尼斯全国扫墓日，又叫英雄节，用以纪念在独立
斗争中殉国的烈士。

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

5月30日 是美国大多数州的“阵亡将士纪念日”。


